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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收费、乱罚
款、乱摊派——部
分领域的涉企违规
收费问题，给市场
主体增添了不合理
负担。如何帮助企
业减负纾困？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市场监管总局
联合印发 《涉企违
规收费专项整治行
动方案》，决定于 6
月至 11 月在全国集
中开展涉企违规收
费专项整治行动。

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秘书长杨荫凯
介绍，近年来各地
区和有关部门持续
开展涉企违规收费
问题整治，收费项
目逐步减少、收费
行为更加规范、企
业 负 担 不 断 减 轻 ，
取 得 了 一 定 成 效 。
但目前部分领域涉
企违规收费问题仍
时有发生，形式上
也具有隐蔽性。特
别是在当前着力为
企业减负的大形势
下，出现一些地方
政府乱收费、乱罚
款、乱摊派以及收
费主体不落实国家
出台的减税降费政
策等问题。

“在专项整治行
动中，我们将坚持
对违法违规收费行
为‘零容忍’，切实减
轻各类市场主体的
不合理负担。”杨荫
凯介绍，此次专项
整治行动将重点聚
焦社会反应比较强
烈、问题比较突出的领域，具体包括交通物流、
水电气暖、地方财经、金融、行业协会商会和中
介机构等5个领域。行动将重点整治落实降费减负
政策不到位、借疫情防控违规设立收费项目、不
按要求执行国家和地方已出台的惠企收费政策、
收取明令取消的费用、强制捆绑销售、乱检查、
乱罚款等问题。

先看交通物流领域。交通运输部财务审计司
司长卢尚艇透露，将全面梳理分析违规收费的风
险点，重点整治水运、公路、航空、铁路等领域
落实助企纾困政策不到位、继续收取已明令取消
的收费或者重复收费、规避政府规定拆分项目收
费、不执行政府定价目录或收费公示制度、以防
控疫情的名义向企业违规收费或者强制摊派等重
点问题。

再看地方财经领域。此次行动将重点整治降
费减负助企纾困政策未有效落实、采取打折扣搞
变通方式侵蚀降费减负红利、相关政策红利未及
时有效惠及市场主体等问题。“严禁违反收费基
金立项审批权限自立名目收费、扩大收费范围、
提高征收标准等，确保取消、停征、免征和降低
征收标准的收费基金落到市场主体。”财政部税政
司司长贾荣鄂说。

在金融领域，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减轻企
业负担”这一目标，重点覆盖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的制造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行业等领域，
以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围绕服
务价格管理、服务价格行为、与信贷融资相关收
费事项、合作业务管理等4个方面明确了25项整
治要点。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负责人
赵越表示，将重点治理未按照规定披露服务价格
信息、超出服务价格公示标准收费、只收费不服
务或者少服务、利用优势地位转嫁应由银行承担
的费用、贷款强制捆绑金融产品或服务、未落实
各项服务收费减免政策以及服务合作管理不到位
等问题。

“凡是降费减负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借疫情
违规设立收费项目的、不按要求执行国家和地方
已出台惠企收费政策的，都要坚决予以整改。”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
局局长袁喜禄说，四部门将开展联合检查，对违
规收费主体加强联合惩戒，综合采取市场监管、
行业监管、信用监管等多种惩戒手段，加大警示
效应。

本报成都电 （记者宋豪新） 白
鹤滩—江苏±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
程 （简称“白鹤滩—江苏工程”） 7
月1日竣工投产，投产后每年输送清
洁电能超300亿千瓦时，将推动华东
地区每年减少发电用煤 1400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2500 万吨、二氧化硫
25万吨、氮氧化物22万吨，推动江
苏能源绿色转型。

白鹤滩—江苏工程起于四川省凉
山州布拖县，止于江苏省苏州常熟市，
途经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江苏5省
（直辖市），线路全长 2080 公里，新建
白鹤滩、虞城 2 座换流站。工程额定
电压±800 千伏、额定输送容量 800

万千瓦，总投资307亿元。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金沙江干流

河段，装机容量 1600 万千瓦，装机
容量仅次于三峡电站，计划 2022 年
全部建成投产。其中，左岸、右岸
各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机组，分别送
电江苏、浙江。白鹤滩—江苏工程建
成后，可以有力保障白鹤滩水电站大
规模外送，促进四川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助力西部经济崛起。工程
每年可增送四川丰期富余水电 40 亿
至 60 亿千瓦时，大幅提高水电利用
效率。

根据投资估算，建设白鹤滩—江
苏工程，增加输变电装备制造业产值

约 180 亿元，带
动电源等相关产
业 投 资 约 1000
亿元，增加就业
岗 位 超 过 2 万
个，促进长江沿

线各地经济增长，助力畅通国内大
循环。

白鹤滩—江苏工程也是全球首个
混合级联特高压直流工程，在世界上
首次研发“常规直流+柔性直流”的
混合级联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集成
特高压直流输电大容量、远距离、低
损耗以及柔性直流输电控制灵活、系
统支撑能力强的优势，示范引领意义
重大。工程首次研制的可控自恢复消
能装置可以快速实现毫秒级能量平
衡，大幅提升华东电网受电能力。工
程竣工投产后，虞城换流站将成为世
界首座采用常规直流和柔性直流混合
级联接线的换流站。

形成一批“吨粮田”

连日来，在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进化镇大堰村农田
旁，伴着隆隆机声，一台台挖掘机忙着开挖渠道，翻斗车
紧随其后清运田间积土。凤冈县农业农村局土地管理专业
工程师李政伟介绍，大堰村正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对
590 亩耕地统一进行田间道路、灌溉和排水等设施建设，
目前已修建排涝渠近3公里、灌渠600米、田间机耕道1.5
公里。

“以前排灌设施不健全，雨季时地里积水严重，干旱时
灌溉又跟不上。遇到严重的洪涝旱灾，水稻亩产甚至减为
300斤到400斤，粮食生产很不稳定。”李政伟说，高标准
农田建成后，田地平平整整，旱能浇、涝能排，亩产可以
达到1000斤左右。

据介绍，高标准农田是指田块平整、集中连片、设施
完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宜机作业、土壤肥沃、生态
友好、抗灾能力强且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
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耕地。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贵州
省规划建设高标准农田260万亩，目前已建设约100万亩；
江苏省财政安排53亿元支持40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山
东省11个县集中开展高标准农田整县推进示范创建……到
去年底，中国累计建成9亿亩高标准农田，今年将新建1亿
亩，让农民在更多良田上种粮增收。

高标准农田，究竟有多“高”？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司长郭永田列举了一组

数据：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比非项目区的机械化水平提高
15-20 个百分点，规模经营土地流转率提高 30 个百分
点，新型经营主体占比提高 20 个百分点以上；节水达到
20%-30%，节电达到 30%以上，节药达到 19%，节肥达
到 13%；通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效率，平均
每亩节本增效约 500 元，项目区农民得到实惠。

对于这样的实惠，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六户镇武王村
小麦种植户张振起深有感触：“今年麦收时，正碰上阴雨
天。搁以往，大型收割机很难进到地里，多亏了镇里高标
准农田项目刚修的硬化路，联合收割机直接开到地头，赶
在下雨前将麦子收完。”张振起算了算账：今年小麦亩产比
往年高出了200斤左右，再加上小麦收购价格高以及之前
省下来的成本，每亩大概多收入600元。

郭永田表示，目前中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已取得明显成
效，形成了一大批一季千斤、两季吨粮的优质良田，为调
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的基础
支撑作用。

新标准引导“良田”建设

根据相关安排，到2030年中国将再建3亿亩高标准农
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认为，目前高标准农
田有9亿亩，占耕地面积近50%。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
深入推进，集中连片、施工条件较好的地块越来越少，
建设难度不断增大，建设成本持续攀升。一些地方高标
准农田建设出现内容不完善、工程措施不配套等问题。

为破解难题，统一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农业农
村部牵头修订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以下简称 《通
则》），并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规之下，高标准农田怎么建？
《通则》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涉及的8方面内容作出

规定，包括田块整治、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
和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土壤改良、科技服务、管
护利用，同时明确量化指标，如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使
用年限一般不低于15年，灌溉保证率不低于50%，机耕路
宽度宜为3-6米，平原区道路通达度达到100%、山地丘陵
区达到90%以上。

中国地域辽阔，各区域气候特点、地形地貌以及水土
条件等有明显差异，如何让相关标准更具科学性、可操作
性？《通则》突出因地制宜，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区、黄淮海
区、长江中下游区、东南区、西南区、西北区和青藏区等
7个区域，分区域制定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农
田地力标准参考值。

其中，针对黄淮海区春旱夏涝易发、地下水超采严
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盐碱化等粮食生产主要制
约因素，《通则》 明确该区域机耕路路面宽度一般为 4-6
米，生产路路面宽度一般不超过3米，旱作区农田排水设
计暴雨重现期达到5-10年一遇，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原区一
般不低于15g/kg、山地丘陵区一般不低于12g/kg，耕地质
量等级宜达到4等以上，并分省份给出了高标准农田建成
后稻谷、小麦、玉米三大谷物应达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参考值，如山东稻谷为1260斤/亩。

六户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负责人高雪彬告诉记者，
依据国家标准，镇里最新推进的项目共开挖疏浚衬砌各级
沟渠40公里，硬化道路4公里，修建田间生产路24公里，
配套建设灌溉排水设施泵站等各类构建筑物 60 座，并对
5000 亩中低产田实施土壤改良，有力改善了农业生产条
件，土地耕种管收实现全程机械化，粮食产能平均提高
15%，亩均粮食产量提高100公斤。

郭永田表示，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抓紧编制本地区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确保到2022年累计建成10亿亩高标
准农田，以此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到2025年
建成10.75亿亩高标准农田，同时改造提升1.05亿亩，以此
稳定确保1.1万亿斤以上的粮食产能。

建好，更要管好

农田建设，三分建、七分管。
霍学喜曾到多地进行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建成后的高

标准农田缺乏有效管护，后续监测评价和跟踪督导机制不
完善，设施设备损毁后得不到及时有效修复，工程使用年
限明显缩短。“好不容易建成的高标准农田，三五年后又可
能变成低标准，这类问题要着力解决。”

在重庆市大足区拾万镇，镇党委副书记魏吉也曾为镇里高
标准农田管护工作发愁：“虽然建了1000多亩高标准农田，但不
少农民还是习惯传统耕种模式，田里的机耕路和灌排渠等设施
长期闲置，缺少日常管护。这不仅没发挥出高标准农田应有的
效用，还可能让其因为管护缺失出现明显的质量下降。”

为了解决管护不到位的问题，拾万镇调动村级组织、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积极性，由村集体将高标准农
田托管给专业合作社代耕代种。“这样一来，既可以让村民受益，
也可以落实管护主体，确保高标准农田建好也管好。”魏吉说。

各地正加快探索高标准农田管护模式：江西省贵溪市打
造“农易巡”田长制信息平台，利用5G等新技术将该市约2万亩
高标准农田数据纳入平台，线上实时监测管理；山东省菏泽市
探索15年“质保期+管护期”模式，建成后的前5年由项目建设
中标企业设置专职管护员提供相关服务，之后10年与村级组
织、受益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共同协商管护；安徽省来安
县发挥保险作用，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工程质量保险机制提供
10年期的保质量、保自然灾害、保意外事故的综合保障。

郭永田说，接下来，农业农村部将督促、引导各地做好工
程设施的管护，确保其良性运行。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级政
府要担负起基础设施管护责任，同时强化经营主体管护职
责，发挥专业人员和专业社会组织管护的指导服务作用。

“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不仅要完善农田设施的管护制
度，还要把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
殊保护，确保良田良用。严防高标准农田被占用，实行用地养
地相结合，加强后续培肥，防止地力下降，确保可持续利用。”
郭永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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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将新建1亿亩高标准农田，到年底形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

高标准农田有多“高”？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
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农
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
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
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努力建成
10亿亩高标准农田。6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四川考察时专门了解当地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情况。

全国夏粮大规模机收刚结束，多地
新建的高标准农田在首个收获季表现亮
眼，小麦亩均增产100公斤左右，实现
旱涝保收、稳产高产。

根据规划，今年中国将新建1亿亩
高标准农田，到年底形成10亿亩高标
准农田的规模。

什么样的田地才算“高标准”？这
对保障粮食安全将发挥什么作用？

白鹤滩特高压直流工程正式启动送电——

四川的水，点亮江苏的灯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稻庄镇裕
耕种植专业合作社500多亩高标准农田
里，大型播种机械正在进行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作业。

刘云杰摄（人民视觉）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结合水库流
域生态综合治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助力粮食生产旱涝保收。图为7月
3日，在永丰县示范水库灌区，八江乡高
家村农民收割成熟的早稻。

刘浩军摄（人民视觉）

▲近日，白鹤滩水电站（如图）迎来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一周年。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
南省巧家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河段上，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

新华社记者 曹梦瑶摄


